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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寿打掉一个
“校园贷”团伙
民警提示何为“套路贷”犯罪

本报讯（记者刘涛）近日，灵寿县

公安局在市局技侦、网安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成功破获一起“校园贷”恶势

力团伙，抓获三名犯罪嫌疑人许某

（男，栾城人）、王某甲（男，栾城人）和

王某乙（男，栾城人）。

2017 年 7 月中旬，以许某为首的

一伙恶势力以非法放“校园贷”、“套路

贷款”等方式，在灵寿县大学校园周边

为非作恶、欺压学生。针对此恶劣情

况，灵寿县局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成立

专案组，开展案件侦破和人员抓捕等

工作。

案件侦办期间，专案组民警往返

奔波于张家口、邢台等地区调查取证，

行程近千余公里，有效锁定该团伙实

施“校园贷”犯罪的有力罪证。

最终，办案民警历经多次摸排、蹲

守，一举打掉该恶势力团伙。经询问，

该三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了该恶势

力团伙利用“校园贷”、“套路贷款”等

形式，通过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的手

段，作案5起，从中获利7万余元的犯

罪事实。

目前，该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灵

寿县公安局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民警提示：

下面这几种情况都是“套路贷”犯

罪行为，如果发现请马上到公安机关

报案：

1.以“迅速放款”为诱饵吸引借款

人，随后以行规为由，哄骗借款人签下

高于所借款项一倍甚至数倍的欠条。

比如借 10 万元，欠条写的却是 20 万

元。此时，骗子最常见的话术是“不会

真让你还这么多，按期还就没事”。

2.刻意制造逾期陷阱。当还款日

期临近，借贷公司不主动提醒借款人

逾期，甚至以电话故障、系统维护为名

导致借款人无法还款。然后，这些公

司就以违约为名收取高额滞纳金、手

续费。

3.层层“平账”。放贷人哄骗借款

人前往银行转账取款并拿走现金，留

下银行流水作为证据。比如，放贷人

通过银行转账给借款人20万元，接着

让借款人取出，然后拿走其中的10万

元，最后借款人实际到手的钱只有10

万元，但是银行流水却显示有20万元

进账。

4.以“违约金”“保证金”“中介费”

“服务费”“行业规矩”等各种名义骗取

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阴阳借款

合同、房产抵押合同等明显不利于被

害人的各类合同。玩文字游戏制造各

种陷阱，致使借款人违约，从而非法占

有借款人财产，甚至霸占房产。

5.与被害人进行相关口头约定，

制造资金给付凭证或证据，制造各种

借口单方面认定被害人“违约”并要求

“偿还”虚高借款，在被害人无力“偿

还”的情况下，进而通过讨债或者利用

其制造的明显不利于被害人的证据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等各种手段向被害

人或其近亲属施压，以实现侵占被害

人或其近亲属合法财产的目的。

6.通过暴力手段，或者所谓的“谈

判”“协商”“调解”以及滋扰、纠缠、哄

闹、聚众造势等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

惧等“软暴力”手段索取非法债务。比

如家门口泼油漆、撬借款人家里的门、

一路尾随借款人等。借款人无法社交

也无法正常生活，只能躲躲藏藏。不

少人通过这些公司借款后，原本借款

金额仅为10万、20万左右，最后都“滚

雪球”滚成了三四百万。

本报记者 任利 文/图

5月14日、5月16日，两位都姓陈的女

乘客都是因为着急下车，将贵重的资料遗

落在了公交车上。不过，两位陈女士都幸

运地碰到了好车长，替她们妥善保管好了

遗失的物品并完璧归赵。

5月16日上午，陈女士将一面写有“心

系乘客 拾金不昧”的锦旗送到18路队站

务室，她称要当面送给23路公交车长崔洪

恩表示感谢。

据陈女士称，5月11日17时许，她乘坐

23路公交车，在新百广场下的车。在车上，

她一直琢磨到超市里该给孩子买什么吃

的，一听到站就心急火燎地跑下了车。下

车后一会儿，她就发现手提袋不见了。手

提袋里装着公司的重要文件，如果丢失了

后果不堪设想。陈女士赶紧打车去终点站

去等这辆公交车。

陈女士所坐的公交车驾驶员是崔师

傅。他驾车到达解放广场站时，对车厢例

行检查时发现了陈女士的手提袋。崔师傅

到达终点后，将手提袋交还给正在焦急等

待的陈女士。看到失而复得的手提包，陈

女士十分激动。

无独有偶，5月14日，另一位陈姓女士

因为粗心大意丢失了公司的重要资料。

当天10时许，陈女士从天山海世界上

了51路公交车。在车上，她将手里拿的纸

袋放到身体旁边。当她发现上班时间快到

时，心里十分着急，不断向外张望。当公交

车行至市城管委站时，她飞快地下了车，而

纸袋忘到了车上。

到了单位发现纸袋不见后，陈女士出

了一身冷汗。因为纸袋里有公司营业许可

证、开户许可证、公司公章等等重要资料、

物品。陈女士以为落在了家里，跟爱人确

认没有后，拨打了公交热线。当她听到公

交车长帮她妥善保管后，陈女士悬着的心

终于落下。

原来，51路车长王洋洋也是在例行检

查时发现了陈女士的纸袋，到达终点后，他

及时交给了路队。

随后，陈女士的爱人打车来到51路队

领走了陈女士的纸袋。陈女士爱人说，这

些东西对陈女士特别重要，一旦丢失就相

当于工作丢了。

乘坐51路的陈女士托爱人向车长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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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她们遇到两位好车长

巧！！两位陈女士都很粗心

今年年初，鹿泉区上寨派出所了解到辖区的石奶奶年龄差

错甚大，按户口本上的年龄，石奶奶仅比她的大女儿大10岁。

户籍民警不怕繁琐，反复取证，5月16日，民警将更正后的户口

送到了石奶奶手中。95岁的老人终于笑开了花，她终于找回了

“遗失”的20岁，从此以后，她也可以享受国家的高龄津贴了。

本报记者 刘涛 通讯员 郄世民 郭建刚 文/图

今年春节过后，上寨派出所副所长兼

户籍民警侯爱敏在辖区跟群众恳谈时，有

人反映了这样一件事：该区大山里边的某

村石老太太的年龄有误，“我跟她大女儿

是同龄人，今年已经65岁了，但她母亲却

只有75岁。难道10岁时，她就生下女儿

了？”

另一位参加恳谈的群众说：“石老太

太在生大女儿前，还夭折了三个儿女，不

到十岁的女孩生孩子？就是在旧社会也

肯定不可能！”

石老太太的年龄到底多大？错写了

多少岁？——侯爱敏心系群众，她把这件

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从此开始了耐心的

调查取证。

蹊跷：妈妈只比女儿大10岁

说办就办，恳谈会散后，侯爱敏在村

干部的引领下直接来到石奶奶家。石奶

奶看上去很苍老，但是耳聪目明，记忆力

相当好。问到石奶奶的年龄，她叹口气

说：“别提了，过去我不知道年龄的重要，

现在一提年龄就觉得有块石头压在心

里。”

据老人自己介绍，她的出生日期是

1923年4月28日。上世纪80年代后期，

为了办理身份证，村里生产队到家中登记

户口信息，误将她的出生日期登记为

1943 年 4 月 28 日，办下户口本与身份证

时才发现这个错误。石奶奶当时觉得，多

写少写不能当饭吃，所以没在意。

“谁知现在有了大用场。”石奶奶后悔

当时没有改过来。

马虎：
当年的年龄少登记了20岁

几年前，村里发放高龄

津贴，年满80周岁的老人可

享每年上百元的津贴。比石

奶奶小的左邻右舍都可以领

到津贴了，石奶奶却因为“年

龄不够”而被拒之门外。这

让石奶奶心里有些憋屈，于

是她让三个女儿去打听，能

否更改年龄，但一直未果。

二女儿说：“改年龄太难

了，我们跑了几趟，感觉没什

么希望。”孩子们也渐渐地淡

忘了这件事。但石奶奶却一

直惦记着。

今年年初，老人看别人

领津贴了，老奶奶心里又憋

屈起来，开始催促女儿和侄

子们找人更改年龄，孩子们

不去就不吃饭。孩子们正犯

难的时候，派出所民警亲自

登门了解情况，女儿们心里

不知有多高兴。

憋屈：90岁了也无法领津贴

侯爱敏根据走访的情

况，判定石奶奶的年龄有错，

如何拿到最有力的证据为石

奶奶还原实际年龄呢？她开

始了耐心细致的取证工作。

她先寻找与石奶奶年龄

相近的左右邻居、当时的村

干部等关键证人做了证明笔

录。还对当年负责村里登记

的人员和知情村民进行走

访，翻阅村委会原始人员登

记资料，并向健在的每一届

村支部和村委干部取证。

人证到位，但还是需要

一些物证。结婚证是最有力

的物证，可是石奶奶结婚在

解放前，根本没领过结婚证，

结婚证作物证泡了汤。

民警考虑到档案年龄可

以来佐证，于是就跟他的女

儿和侄子来到档案局去调取

档案，但好不容易才调到第

一次人口普查登记的档案，

打开才发现石奶奶一栏中，

只有姓名，性别，却没有年龄

记载。

又查看了第二次、第三

次人口普查时的登记表，确

认石奶奶的出生日期为1923

年4月28日。

耐心：民警细寻人证物证

重重证据，层层审批。

今年 5 月份，石奶奶错了近

40 年的年龄终于得到更正，

“遗失”的20年补了回来。5

月16日，侯爱敏把新办理的

户口本送到了石奶奶手里，

又为老人采集了身份证头

像。石奶奶终于可以名正

言顺地说自己95岁了，她高

兴得脸上乐开了花，心情大

好，拉住侯爱敏的手说：“闺

女，多亏了你，让奶奶我今

天高兴，陪奶奶吃顿饭吧？”

侯爱敏婉言谢绝后，对

石奶奶说：“过几天我把你的

身份证送来，以后你领高龄

津贴就不用愁了”。

欢喜：石奶奶终于“找回”了20岁

乘坐23路的陈女士给
车长送来了锦旗

民警和石奶奶在交谈民警和石奶奶在交谈


